
数读“丰年”

今年上半年，全市一产增加值
281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00.4
亿元，两项指标均居全
省首位。

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7158 元，比增
7.2%，增幅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0.1个百分点。

生产保供

水产品、肉蛋奶、
水果、蔬菜、茶叶、食
用菌等重要农产品产
量保持稳定增长。

粮食生产形势好于预期，春
耕生产任务圆满完成，粮食播种
面积超 126 万亩，超额完成计划
任务。

福州茉莉花茶、福州橄榄等 10
个区域公用品牌以及我市 13 家农
业企业的 81个农产品获首批“福
农 优 品 ”品
牌标识授权
使用。

新增 3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和65家农业产业化市级重
点龙头企业，全市 370家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上半年产值超
500亿元。

长乐区鹤上镇（蔬
菜）入选国家农业产业
强镇项目立项名单。

特色农业

乡村建设

福清“春观花、赏民俗”线路入
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休闲旅游行
（春季）精品景点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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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新中国成立75周年·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巡礼——市农业农村局

秋分至，丰收时。9月 26日上
午，以“学用‘千万工程’礼赞丰收
中国”为主题的福州市2024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在闽侯上街镇
侯官村拉开帷幕。八方游客与当
地群众欢聚一堂，共观丰收、共晒
丰收、共庆丰收。

丰收集市上，多个展销摊位人
气很旺。连江紫菜、福州茉莉花
茶、各种瓜果……来自全市各区县
的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大家品
尝、购买。

“我们带来了应季的火龙果、
芭乐等水果。”马尾四季农庄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天的游客很
多，他们带来的农特产品很快销售
一空。

沃野流金时，丰收欢歌起。丰
收节上，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村舞”
队伍身着绚丽服饰，带来一曲《探
花红醉》。她们刚从今年全国和美
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中脱颖而
出，荣获“乡村特色展演奖”，用欢
快活泼的舞姿展现了畲族人民对
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颁布了
“2024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
2024年福州市知名农业品牌。其
中，福州茉莉花茶、长乐番薯、福清
鸡蛋和白沙脐橙喜获“2024年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殊荣。明一国际

营养品集团、长之兴农业科技、圣
禾现代农业、闽清岭山农业、长乐
区荣端农业专业合作社、永泰县紫
山天茗茶叶专业合作社、源丰海洋
科技、天源水产、新奥生物技术等9
家企业荣获 2024年福州市知名农
业品牌。

在福州各地，越来越多农民认
识到了品牌的价值。白沙脐橙历
经多代农业人数十年来的辛勤育
种，果实皮薄汁多、肉脆无籽，在镇
里开始大力推广种植，一举打响了
品牌。如今，白沙脐橙52号全镇年
产量突破 500万公斤，产值超 3000
万元。

眼下，秋收大幕正式开启。昨
日，距离主会场不远处的百亩茉莉
花田里，数名花农们正抓紧时间采
摘茉莉花。“茉莉花花期一般从5月
中旬一直持续到9、10月，今年行情
好，花价高，一斤能卖三四十元。”
基地有关负责人赵汝木告诉记者，
福州产出的茉莉花多被用于高档
茶叶制作，市场表现一直很亮眼，
花茶供不应求。“今年，又是一个大
丰收！”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连日
来，全市各区县分会场也同样热闹
非凡。据介绍，福州市2024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采取“1+N”
的方式，由 1个市级主会场和多个

县（市）区庆丰收活动组
成，系列活动将持续
到年底，通过举办
贴近农业生产、农
村生活、乡风民俗
等 20 余 场 特 色 活
动，留下丰收记忆。

“在家门口举办丰
收节，我们特别高兴。”村
民雷梅香说，“这些年来，村
里变化特别大。大家都说，乡
村振兴的成效现在越来越好，
满满都是幸福感！”

2018年，我回村当选为
村党委书记，这些年，村民
觉得我工作比较认真严谨，
加上皮肤黑，就给我取了个
外号——“黑面书记”。

当上书记后，我一直
坚信：党员干部带头干，乡
村振兴才有希望。为了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我创新推行了“干部三
联系，党员五争先”工作制
度，结合闽侯县“小团队、
细网格”治理体系，织密村

“两委”干部联系村民代表、重点户、重点
项目的网格管理体系。

侯官村有着将近1400年的古县悠久
历史，村内保留了唐代置县时的“城隍庙”

“将军庙”等重要文化遗产，我跟村民说，
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要充分利用

起来。后来通过“活化利用”，侯官村建起
了家风家训馆、廉政教育馆、上街工艺品
展示馆、闽侯特产精品体验馆，并开放侯
官古街，成为全县的“文化名片”，吸引更
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推动村庄经济的
增长。

和美新图景 共话丰收情
本报记者 蓝瑜萍 通讯员 郑泓

我从小就对农田特别感兴趣，初中毕
业时就想着做农业，最初我流转的只有两
三亩地，种植的第一个品种是西瓜。看着
手中的果实一日日长大，成熟、采摘、售卖
……我尝到了甜头，更是铆足了劲儿干，这
一干都是25年。

我凭着对种植的热爱，常常自己买了
书本在田里钻研，还报名课程进行学习。
每隔一段时间，我还要到外地学习一番，再
将学习到的技术带回田间。如今基地从种
植1个品种到20多个品种，从两三亩地到
800 多亩地，我的蔬菜生产基地成为了全
县最大的大棚蔬菜生产基地。

要持续做农业，必须从一位传统农业
耕种能手转变为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农
人，我把我儿子陈伟也带进来做农业，一起
提升基地的“科技范儿”。

近些年，在鸿尾村探索“村集体+公
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的过程

中，我积极配合，依托其先进技术和影响
力，带领周边农户种植葡萄、西红柿、草莓
等采摘类水果及蔬菜，为农户增加收入，实
现乡村农业新发展。

农民登台说丰年
丰收节上，农民是最大的主角。丰收节活动现

场，4名来自基层一线的“三农”代表，分享了自己的故
事和实践探索，喊出了各自的农业发展愿景。

我叫林凤钗，大家
都叫我“阿凤”。2020
年疫情之后，我选择做
农业，走过弯路、碰过
壁，差点想要放弃。去
年，市、县农业农村局推
荐我去参加省里“头雁”
培训，让我第一次有幸
到浙大学习交流，还结
识了一帮认真做农业的
小伙伴，给了我很大的
信心。

今 年“ 五 一 ”前
夕 ，我 还 在 为 农 场 蓝
莓 销 售 发 愁 ，在 朋 友
帮助下，制作了一条抖音，当天晚上点
击率就达到 2 万以上，后续关注量还在
持续上升，整个假期游客络绎不绝，收
入一下子达到 8 万元，这让我们十分惊

喜。希望接下来我们能充分利用手机
“新农具”带来的无限机遇，深耕休闲农
业，让家乡的优质土特产卖得更多、卖
得更远。

我祖上三辈都养殖金
鱼，在 20 岁接触金鱼养殖
之前，我还只是一名普通
的装修工人。后来因征地
拆迁，我们将家族的金鱼
养殖基地搬迁至山清水秀
的闽侯荆溪镇关中村。当
时，关中村仅有一家金鱼
养殖场，村里的金鱼产业
发展尚处起步和摸索阶
段。

要想把金鱼养好，可
不简单。从种鱼产卵、育
苗到喂食等各个环节都非
常重要，我为此下了不少苦功。现在，基
地面积不断扩大，还拥有福寿、狮头、蝶尾
等上百种不同品种金鱼，屡获国内、国际
大奖。

这些年，基地受到全国各地同行的认

可，经常有养殖大户、技术能人和我交
流，在潘氏金鱼的影响和带动下，以关中
村为中心的金鱼养殖产业迅速在荆溪镇
铺开，金鱼成为福州乃至福建的一张烫
金名片。

科技兴农业 上阵父子兵
福州大宇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水银

用好“新农具”农场拓销路
闽侯县白沙镇秋丰悦种植农场农场主 林凤钗

深耕三十年 金鱼游世界
福州金鱼行业协会会长 潘国诚

当好“领头雁”蹚出致富路
闽侯县上街镇侯官村党委书记 王国志

福州金鱼协会会长潘国诚福州金鱼协会会长潘国诚。。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种植大户陈水银种植大户陈水银（（右右））陈伟父子陈伟父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闽侯县白沙镇秋丰悦种植农场农场主林凤钗闽侯县白沙镇秋丰悦种植农场农场主林凤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观众齐唱观众齐唱《《我和我我和我
的祖国的祖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市民与农户在侯官村茉莉花田采摘茉莉花。本报记者 郑帅摄

▲福州丰收集
市上各县（市）区推
介各自特色农产品。

本报记者 郑帅摄

▶现场摊
位人气足。

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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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乡镇77个村成功列入
2023年度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
村创建名单。

侯官村党委书记王国志侯官村党委书记王国志。。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